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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是中國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因為本人在研究中國思想範圍裏，最

感興趣的是中國傳統的認識論思想，所以今天的報告也會從認識論的角度來介紹

傳統對於「理」概念的各種解釋。 

我以為中國哲學（包括其中的認識論思想）就是一種「生命結構主義哲學」。

在傳統中國哲學中，此生存結構主要是在「理」概念上做出最明顯的表現。中國

傳統世界觀的基本認識論前提是：外界有一定的條理，而我們的心（意識）也有

一定的秩序。換句話說，外界是一種結構，而我們的內心也是有結構的。因此我

認為中國傳統的，以及某些現代的認識論亦可稱作關係認識論，因為他所關涉的

客體是關係，這種關係形成一種結構，一種條理。 

而這種條理的基本概念就是「理」，本人想通過對於此概念的語意發展及其

詮釋，在中國哲學領域中提出新的研究方法。因為在中國哲學中，「理」不但表

示一種存有的結構，亦為一「結構思維方法」。當今人類面臨諸多接踵而至的，

全球性的問題，中國生命結構的哲學或許能給予我們相當的啟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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